
2023年感人的红军长征故事演讲 红军长
征感人故事(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感人的红军长征故事演讲篇一

军委总部来到贵州仁怀县一个山坳的时候，警卫班的战士们
麻利地把首长和自己的营房安置停当，留下值勤人员，然后
一起走到村边，在一棵枝叶茂密、一抱多粗，约有十多丈高
的大树下，唱歌、跳押、摆龙门阵，消除战斗、行军后的疲
劳。

不多一会，碰巧总参谋长刘伯承也来这里散步。他主动参加
了警卫班的活动，和年轻的警卫战士们一起谈天说地，玩得
非常高兴。

忽然，从头顶上传来几声“哇哇”的叫声，刘伯承顺着声音
一看，在大树纵横交叉的枝桠上，站着一群乌鸦，不由心中
一动，立刻诙谐地对警卫员们说：“你们哪个的枪法最准，
快打只乌鸦下来给大家打顿牙祭(即加餐)吧!”

警卫员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肯开枪打乌鸦，有的
是怕枪法不准当面丢丑，有的是不愿在领导面前耍弄武艺。

其中有个年轻、机灵、调皮的警卫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总参谋长，你文武双全，是全军出名的神枪手，今天就请
您给我们来个示范表演吧!”

“要得——”



“欢迎——”警卫员们不约而同地拍起巴掌来。

刘伯承略一沉思，哈哈大笑地回答：“你们还会倒打一钉耙，
将起我的军来了!好吧，就让我来试试看。”说着，不慌不忙
地从腰里拔出左轮手枪，只见他不用瞄准，手一举，“砰”
的一声，一只乌鸦扑棱棱地应声而落，黑光闪闪的翅膀还在
不停地扑腾哩。

“好枪法，刘总长真不愧为百步穿杨的神枪手!”警卫员们异
口同声地啧啧称赞。只有要求刘伯承作示范表演的那位警卫
员依然半信半疑地说：“嗯，树上那么多乌鸦，怕是撞到一
只的哟!”

刘伯承听了毫不生气，只是笑了笑说：“也许是这样吧，不
妨再考试考试，看到底及格不?小鬼，麻烦你去给我找个鸡蛋
来。”

那个警卫员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名堂，心里怦怦直跳，只好硬
着头皮到伙房里要来了一个鸡蛋。刘伯承又叫他用力朝天上
甩，他立刻明白了八、九分，用的力气把鸡蛋朝天上抛去。
当鸡蛋飞向天空，看上去小得像一粒黄豆时，刘伯承沉着地
把枪一举，“砰”的一声，鸡蛋随着枪声四分五裂，蛋壳、
蛋黄、蛋白纷纷洒落下来。那个调皮的警卫员连忙伸出大拇
指，夸赞刘伯承是神枪手。警卫员们纷纷要拜刘伯承为师，
请他教练枪法。刘伯承谦逊地说：“功多艺熟，业精于勤嘛，
什么老师、学生的，我们互相学习好了。枪法愈准，才能更
好地消灭敌人啊!”

从此，刘伯承就挤时间给警卫班讲习枪法，没过多久，警卫
班战士也个个都成了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感人的红军长征故事演讲篇二

陈赓同志回顾自己革命经历的时候，曾经深情地谈起这样一



件往事。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
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砖瓦分疲惫。这一
陈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
忽然，看见前边脸皮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
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
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红军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
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老同志，我的体
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上去，骑一段路再说!”

小红军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
”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赛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红军，
说：“你把它吃了。”

小红军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的拍了拍，说：“你看，
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红军说
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

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红军，想
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
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
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红
军，小红军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红军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红军的
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
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红军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红军，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
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感人的红军长征故事演讲篇三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
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
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
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
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
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
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
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
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
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
任老喃喃地说。

二过草地鬼门关口拣回性命



第二次过草地更险，任老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

1935年下半年，任老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一连指导员。
大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来到黑水河时，便桥已被毁掉，
南岸则被土匪占领。为保证主力部队过河，任老和另外30名
干部战士趁黑夜泅水渡河。时值隆冬，水流湍急，冰冷刺骨，
成功游到对岸的只有8名。接下来就是一次令南岸敌军魂飞魄
散的突袭，大部分敌军在睡梦中被击毙，8人很快便占领了桥
头堡，大部队顺利地搭起了便桥。

任老却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已经
断绝，他的病一步步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
行军。20天后，部队走出草地，来到绥靖。此时任老长时间
休克，战友们都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
崖下的山洞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过来，挣扎着爬
向河边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老竟爬了两三个小时。当地
居民郝老汉发现后将他救回了家。郝老汉对待他就像亲生儿
子一样，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
儿，便想收他为儿子。但任老却一心想要回到队伍上，他每
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希望看到队伍上的同志。两个月后，
任老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挥泪告别了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
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回革命队伍。

经历这一次起死回生时，任老还不满18岁。

1936年7月，任老的病全好了，就在此时，队伍又从绥靖出师
北上。任老带着七八名比他还年轻的战士在草原上行军。一
天夜里，一位小战士问任老，“科长，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的?”“人人都生活得很幸福，不缺衣少食。”“那能实现
吗?”“肯定能”.

感人的红军长征故事演讲篇四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苦的一段历程。红军指挥员在



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向北挺进。走在前面的部队断粮了还可以
挖野菜吃，走在后面的部队则连野菜也找不到。

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负责殿后。他眼见战士们一个个因饥饿
而昏倒在地，便把目光盯在自己的大骡子上。这匹从江西出
发时就跟随彭德怀的大骡子，一路上又驮粮食和器材，每天
它背上都堆得像小山似的。有时彭德怀抚摸着大黑骡子念叨
着：“你太辛苦了，连一点料都吃不上。”说着，就把自己
的干粮分出一些，悄悄地塞进大黑骡子的嘴里，一直看着它
吃完。

现在，草地上断粮了，彭德怀决定杀坐骑解决燃眉之急。他
把饲养员喊了来，问道：“总共还有几头牲口?”

“连你的大黑骡子还有6头。”老饲养员回答道。

“好，全集中起来，杀掉吃肉!”彭德怀的话就是命令。

“什么，杀掉?你不出草地啦?”老饲养员着急了。几个警卫
员听后也急忙围拢过来，大声说：“军团长，大黑骡子可不
能杀呀!”

彭德怀深请地望着拴在不远出的大黑骡子，平静地说：“部
队现在连野菜也吃不上了，只有杀牲口解决吃的，或许能多
一些人走出草地。”

老饲养员流者眼泪对彭德怀说：“可是你怎么走出草地?别的
可以杀，大黑骡子一定要留下，它为革命立过功。”

彭德怀拍着老饲养员的肩膀说：“你们能走，我也能走。雪
山不是已经走过来了吗?革命又算得了什么!大黑骡子是为革
命立了功，这次就让它立最后一次大功吧!”

“还是把大黑骡子留下来吧!”大家在请求。



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他大声地对身边的警卫员说：“邱南
辉，传我的命令，让方副官长负责杀骡子!”

6匹牲口集中到了一起。老饲养员拍者大黑骡子的脖子又在轻
轻絮语：“大黑骡子呀，大黑骡子!委屈你了，你为革命立大
功吧!”

彭德怀背过脸去。枪声没有响，谁也不愿意开枪。

20分钟过去了，没有谁下得了那个狠心。6匹牲口都好像预感
到了什么，集体嘶叫了几声，又默默地低下了头。

20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听到枪声。

“副官长，快开枪!你不向它们开枪，我就向你开枪!”彭德
怀双手叉在要间怒吼道。

手提机枪的方副官长把6匹牲口向远处牵了牵，枪口对准了它
们，大家都闭上了眼睛。

枪声响了。彭德怀向着斜倒下去的大黑骡子，缓缓地摘下军
帽———这天晚上，草地篝火旁多了些生机。彭德怀推开警
卫员端来的一碗肉汤，发火道：“我吃不下，端开!”

漫漫征程，再也见不到大黑骡子的身影了，它融进了北进的
滚滚铁流，融进了宣传员鼓励战士们的竹板声里：“声无御
寒衣，肚内饥。晕倒了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

感人的红军长征故事演讲篇五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纪念长征,重温那些红军长
征路上感人的故事吧。下面就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红军
长征简短感人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人物档案：谢振华，1920xx年出生于江西省崇义县上堡镇甲
子村。1920xx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中共山西
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北京、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昆明军区政委兼军区党委书记，中顾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
少将军衔。

12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万寿路一座静谧的院子，见到
了敬仰已久的老前辈。听这位传奇将军讲述了70年前长征路
上爬雪山的故事。

“长征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壮举。我们能够翻越大雪山、
穿过沼泽草地，就是因为我们红军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
神。”老将军90岁高龄，身材魁梧，思维清晰，眼睛里充满
着睿智，讲起话来声若洪钟。

1935年6月中旬，红三军团开始翻越夹金山。夹金山是一座海
拔4500米高的大雪山。它横亘于四川西部的宝兴与懋功交界
处，山岭逶迤，终年积雪，空气稀薄，行人呼吸困难。

年仅19岁的谢振华由团政委改任红三军团保卫分局执行科长，
负责军团的收容工作，主要是把掉队人员和遗散的武器装备
收拢起来，妥善处理，并随时报告敌情，还要保证自身和部
队的安全。

在出发前，谢振华向大家特别强调了军团叶剑英参谋长提出
的翻山四点要求：一不能快走，二不能说话，三不能坐下来
休息，四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搞好团结互助。过夹金山时
的两个细节令谢振华终生难忘：在山脚下，他看见彭德怀军
团长亲自抽查一些连队的准备情况;行至半山腰，他又看见彭
军团长的骡子上驮着文件，而他自己则与战士们一起艰难地
一步一步往上走。彭军团长还大声命令一名体弱的战士抓住
骡子的尾巴边滑边走。老将军说：“多少年来，我们就是照
着彭军团长的样子做的。任何时候都要率先垂范，爱护士兵。
”



老将军回忆道：那时的艰苦已经到了人的生理承受能力的极
限，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他说：“我带收容队的同志走到一
个避风的斜坡处，看见有十来个掉队的干部战士围着一堆燃
尽的木炭坐着不动。我就过去喊他们赶快走，但他们一个个
却像雕塑似的毫无反应。原来，他们已经牺牲。这是因为雪
山上本来就缺氧，他们围在一起烤火取暖又消耗了许多氧气，
结果因缺氧而牺牲。他们连名字都没有能够留下啊!”

越是艰难的时候，指挥员的作用越重要。老将军说：“本来
行军就累得要命，而收容队员的任务更为艰巨。说实在的，
那时，我的身体也挺不住了，但我还是咬紧牙关。雪山的天
气像猴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天气还好好的，万里无云，
顷刻间就狂风大作，有几个战士被吹出十几米远。接着雪和
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边鼓动大家，一边
搀扶着战士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就这样，我们终于战胜了雪
山。”

听长征的亲历者讲述爬雪山的故事，和读历史教科书的感觉
不同。长征的艰难困苦是人世间罕见的，是任何语言都难以
准确描述的。记者问老将军，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你们挺了过
来?老将军答道：“是对革命的信仰，人不能没有信仰。在爬
雪山、过草地的路上，我们红军战士之所以能够坚持过来，
就是我们认为吃这种苦，是为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的翻身解
放，相信跟着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一定会胜利。没有这
种信念，是不可能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将军兴致极
高，欣然挥毫泼墨：“长征精神代代相传”。老将军叮嘱说，
“一个人、一个军队、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要有信仰，有
理想，有一种精神。希望我们的年轻官兵牢牢记住这一
点。”

最后，老将军还对记者谈起了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他
说：“航天精神说到底是一种科学精神。我们继承艰苦奋斗
的长征精神，又有探索太空的科学精神，将这二者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我们中华民族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35年1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地区。15～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
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
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
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2、6军团会合，围歼中央红
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调集其嫡系薛岳兵团和黔军
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的军队各一部，向遵义
地区进逼。1月中旬，薛岳兵团2个纵队8个师尾追红军进入贵
州，集结于贵阳、息烽、清镇等地，先头已进至乌江南岸;黔
军以2个师担任黔北各县城守备，以3个师分向湄潭及遵义以
南的刀靶水，懒板凳进攻;川军14个旅分路向川南集中，其
中2个旅已进至松坎以北的川黔边境;湘军4个师位于湘川黔边
境的酉阳至铜仁一线构筑碉堡，防堵红军东进;滇军3个旅正
由云南宣威向贵州毕节开进;桂军2个师已进至贵州独山、都
匀一线。

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上述情况，决定中央红
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四川省泸州西南的蓝田坝、大渡口、
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
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如渡江不成，则暂时留在川南活动，
并伺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1月19日起，红1、3、5、9军
团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
方向前进。黔军随即占领遵义、湄潭;川军以一部兵力防守宜
宾、泸州，以8个旅分路向松坎、温水、赤水、叙永等地推进。
24日，红1军团击溃国民党军黔军的抵抗，攻占土城。28日，
红3、5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红1军团一部在土城、青杠
坡地区对尾追的川军2个旅发起猛攻，予以重创。此时，川军
后续部队4个旅迅速增援，毛泽东等遂决定，立即撤出战斗，
西渡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演出了
一幕军事史上着名战例——四渡赤水。

一渡赤水

1935年1月29日拂晓前，我军除以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



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古
蔺、叙永地区前进。川敌立即以8个旅分路向我追截，以4个
旅沿长江两岸布防;薛岳兵团和黔敌也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
击;滇敌3个旅正向毕节、镇雄急进，企图截击我军。

2月2日，我右纵队红一军团先头第二师进攻叙永不克，后卫
第一师在三岔河遭敌截击。3日至6日，我军在继续西进中，
一军团又先后在叙永、毛坝、大坝等地遭川敌截击;左纵队红
三军团在天堂坝同川敌两个团发生战斗。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鉴于敌人已经加强了长江沿岸防
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我进逼，乃于2月7日决定暂缓执行
北渡长江的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
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
针;并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
威信)地区集中。

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红
一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
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为了加强川南的革命力量，党中央派原
红五师政治委员徐策、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鸿泽等
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率几百人在扎西东南的石坎予成立了中
同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积极活动于川滇黔边地区，策应主
力红军作战。川南游击队在红军主力转移后，继续在当地坚
持斗争。

我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
一路军，在湘西“围剿”红二、六军团，薛岳兵团和滇黔两
省敌军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
辖4个纵队，以吴奇伟部4个师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4个师为
第二纵队;滇军孙渡部4个旅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5个师
为第四纵队，与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
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



2月7日，龙云命令第三纵队由镇雄、毕节向扎西以南之大湾
子推进;第一、二两纵队主力集中黔西、大定(今大方)，一部
向叙永推进;第四纵队留赤水河以东之遵义、桐梓、赤水等地
区。川军以一部兵力固守叙永、古宋、兴文、长宁等地和长
江、横江沿岸，防止我军北进;主力则由高县、珙县、长宁及
其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

二渡赤水

1935年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这时，敌人
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分别从南北西面迫近扎西，周浑元
纵队主力正从黔西，大定地区向古蔺、叙永方向追击。为了
迅速脱离川、滇两敌之侧击，中革军委于10日决定迅速东渡
赤水河，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进攻，以开展战局。11日，
中央红军分3个纵队由扎西地区东进，经营盘山、摩泥、回龙
场，于18日同至21日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向
黔北的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1个团向温水开进，
以吸引追敌。

我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完全出敌意外。川敌3个旅慌忙
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敌急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
娄山关、桐梓增援，第一纵队之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由黔
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
遵义以北地区。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追击之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
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
以争取主动。2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团攻占桐梓，迫使桐梓
之敌退守娄山关。25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五、红九军团
在桐梓西北地区阻滞川敌，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之
黔敌，乘胜夺取遵义。

当晚，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歼敌一部。26日，我军在粉碎
敌人向娄山关的多次反扑之后，以一部兵力从正面反击进攻



娄山关之敌，而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1个团从娄山关东、
西两侧向敌后方之板桥地区迂回，经激烈战斗，击溃了进攻
娄山关之敌，并相继攻占了娄山关以南之黑神庙、板桥、观
音阁等地，残敌向遵义逃跑。27日，红一、红三军团又在遵
义以北之董公寺粉碎黔敌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占领遵义，并
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黔敌王家烈率残部
两个团逃向忠庄铺。

这时，由黔西、贵阳地区北开之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一纵队
第五十九师进至新站，第九十三师进至忠庆铺地区，一部前
出至遵义城南五里之枫落桥。中革军委当即决定集中主力，
求歼该敌于遵义以南地区。28日上午，敌以第五十九师主力
及第九十三师的1个团为左路，经桃溪寺向红花岗、老鸦山进
攻，黔敌两个团为右路，由忠庄铺向遵义进攻;第九十三师主
力和第五十九师1个团控制于忠庄铺为预备队。11时许，第五
十九师攻击我红花岗阵地受挫后，将主力转攻老鸦山并占领
了制高点;但右路黔敌观望不前。我红一军团主力乘隙从水师
坝地区向忠庄铺猛烈反击，直插敌第一纵队指挥所。吴奇伟
慌忙率残部约一个团向滥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跟踪猛追，
并以一部取捷径先敌占领了滥板凳，残敌逃过乌江。此时，
滞留在老鸦山地区之敌第五十九师已被迫转入防御。黄昏，
我干部团进入战斗，配合红三军团夺口了老鸦山制高点，歼
敌第五十九师大部，残敌向八里水、鸭溪方向逃窜。

遵义之战，我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桐
粹、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
约3000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表现了毛泽
东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善战。这次胜利，鼓舞了全军士
气，获得了物资补充，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
系部队的嚣张气焰，使我军得到了短期休整的机会。

三渡赤水

敌吴奇伟纵队遭到沉重打击后，蒋介石急忙于1935年3月2日



由汉口飞往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以阻止我军东渡乌江。5
日，蒋介石发现我军西移后，又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
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我军于遵义、鸭溪狭
小地区。其部署：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新调来
的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
军进攻遵义，第二纵队主力3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第
三纵队进至大定、黔西地区防堵;第四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
土城等地，阻止我军向西发展;第一纵队4个师位于乌江南岸，
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蒋介石还命令第五十三师由镇远
向石吁推进，湘军3个师沿乌江东岸筑堡，阻止我军东进。

1935年3月5日以后，我军根据中革军委的决定，以红九军团
在桐粹、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自腊
坎、长干山，寻歼敌人第二纵队，未能得手。蒋介石地，乃
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遂命令各路军要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
战。11日，川敌3个旅进占遵义，乌江南岸之敌第一纵队也以
一部兵力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根据当时情况，中
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控制赤水
河上游，以消灭薛岳部和王家烈残部为主要作战目标。15日，
我军主力进攻鲁班场之敌第二纵队，因敌3个师挤在一起、攻
击未能奏效，而援敌第一纵队已进至枫香坝地区。我军遂主
动撤出战斗，向仁怀以北的茅台地区机动。

3月16日，中央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
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俞进。接着，攻占镇龙山，击溃川
敌1个团的拦阻，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四渡赤水

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
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1935年3月20日，
为迷惑国民党军，红1军团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
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
至22日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从敌重



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
溪、马鬃岭地区。27日，红9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
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继续南进，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
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
地。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4月2日，中
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
锋逼近贵阳。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第99
师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纵队
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
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4月4日，红9军团在打鼓新场以
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5个团，歼其20xx余人。至此，中央红
军巧妙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
甩在乌江以北。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主力乘滇军东调增
援贵阳之机，迅速进军云南，并于5月9日，在皎平渡、洪门
渡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活动在乌江以北地区的红9军团，
也从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

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
进入湘南的嘉禾、兰山、临武地区。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
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他任命湘军头自何健为“追剿
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
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
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
时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得意洋洋，以为定能将红军全歼于湘
江、潇水之间了。

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
向广西恭城奔来，白崇禧同粤军和湘军一样，不愿同红军硬
打而消耗实力，以防红军进入本省或被蒋介石吞掉，就借口
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
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
缺口。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
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



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可惜，红军未能抓住
这一良机。

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红1军团先头部
队于11月27日赶到界首，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这一渡口，很快
控制了界首以北60华里的湘江两岸。这时军委纵队也到达了
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

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
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
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
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
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
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
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
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
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
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
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
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
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
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军团
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
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
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
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湘江一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血的事实，宣



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
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达到了顶点。


